
12 月 13 日，陕西省蒲城县椿

林镇汉村智能温室蝴蝶兰种苗培

育 区 内 ，工 作 人 员 查 看 种 苗 长

势。椿林镇采取“党支部+企业+

农户”的运营模式，利用汉村智

能温室，与蒲城县陈庄镇卤安植

物 园 合 作 ，引 进 培 育 蝴 蝶 兰 种

苗。目前，该园区种植的 16 万株

蝴蝶兰种苗已全部售出。

安涛 摄

科技助力
蝴蝶兰种植更“智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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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略阳县陕西省略阳县：：

绘就乡村教育振兴新画卷绘就乡村教育振兴新画卷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康军 通讯员 吴耀晴

陕西省黄龙县：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和美乡村入画来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张小雄 通讯员 杜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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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陕西省汉中市

略阳县西淮坝镇集中安置

点农户的住房里，教师陈浩

和党跃正在手机上为八年

级学生娜娜播放体育游戏

视频，娜娜看到搞笑的视频

开心地笑了起来。

“娜娜因智力和肢体残

疾，无法到校上课，对此，我

们制定了‘送教上门’方案，

老师们已坚持八年时间为

娜娜上门送课了。”西淮坝

镇九年制学校校长张贵荣

说，“送教老师换了一茬又

一茬，但都能找到让娜娜开

心的教学方法，让其体验到

学习的乐趣和幸福。”这仅

仅是略阳县绘就乡村教育

振兴新画卷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略阳县把行

政、教育“七长+责任督学”

控辍保学机制当作教育脱

贫成效巩固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主要手段，定期对

重点学校、重点学段的学生

进行专项督查，把疑似辍学

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组织

全县1700余名教师，采取

“一对一或一对多”形式，不

定期开展扶志、扶学、送关

爱“大家访”活动，以解决其

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种困难；

对全县14名重度残障学生

实施“送教上门”，从而实现

了义务教育段学生“零”辍

学目标。

徐家坪镇药木院村村

民马海朝，全家共6口人。

因母亲视力残疾、胞哥肢体

障碍，女儿仲佳瑶、马佳琪

在村里读小学，被镇村确定

为脱贫不稳定户。

“这几年多亏党的好政

策，两个子女上学不仅享受

了‘两免一补一计划’，县学

生资助中心干部还定期走

访家庭，帮助落实了 1000

元特困专项救助金，很快解

除了我家子女上学的困

难。”马海朝感激地说。

略阳县抢抓国家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机遇，制定

出台《略阳县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等

文件，今年累计发放各类教

育资助金4590.75万元，惠

及学生46380人次；争取爱

心企业和爱心志愿者捐助

资金 160.85 万元，让全县

2489名困境学生受益；办理

生源地助学贷款983.36万

元，助力907名经济困难学

子完成大学学业。

“周转房很实惠。没想

到在本乡本土任教30多年，

如今能享受到这样的生活

环境，真要感谢乡村振兴给

山区教师带来的‘福利’！”

在观音寺镇中心小学的校

园里，教师张朝忠满脸洋溢

着幸福。

观音寺镇地处偏僻的

山区，因工作环境艰苦，外

地教师常常走马灯似地调

动，严重制约着当地教育高

质量发展。为了破解这一

困惑，该县投资600万元，

修建了32套周转性住房，今

秋开学教师们已正式入住。

乡村振兴离不开高质量

的教育，教育强国只有实现

乡村教育的“强”才能完整。

记者了解到，略阳县还投资

1126万元，为偏远的五龙洞

镇九股树小学、郭镇木瓜院

小学修建教师周转性住房

46套，以确保教师扎根乡

村，办群众满意的教育。

近年来，陕西省黄龙县

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

抓手，聚焦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建设，书写出了一幅具有

县域特色的和美乡村答卷，

乡村美、百姓富、农业强的

画卷正在黄龙大地上徐徐

展开。

“改厕”改出绿色新生活

“以前的厕所简陋脏

乱，现在新建的厕所，使用

起来既方便又干净。”走进

三岔镇长石头村，提起户

厕改造成果，村民们感慨

地说。

今年以来，全县已完成

厕所改造1201座，7个乡镇

成立专项改厕办公室，47个

行政村分别确定1名改厕管

护联络员，层层压实责任，

建立了“县镇村”一体管理

运维机制。通过设立公益

性岗位形式，成立清运维修

队伍，配发专用抽粪车 23

辆，统一制作农厕服务卡，

及时做好抽粪清运、维修指

导，基本形成了覆盖村户、

随叫随到的抽运维修服务

网络体系，做到了改一座、

成一座、用一座、群众满意

一座。

“分类”分出环保新天地

每天早晨八点，随着一

阵音乐声响起，一辆垃圾收

运车缓缓驶入白马滩镇白

马滩村的村间巷道，沿路村

民听到音乐声后，纷纷将装

好的垃圾拿到门口，等待收

运车辆到达，随后便直接倒

入垃圾收运桶内。

科学布局县域生活垃

圾处理设施，黄龙县先后

建成 5个乡镇垃圾填埋场

和5个垃圾压缩中转站；7

个乡镇配备15辆垃圾收集

转运设施，全面消除非正

规垃圾堆放点，实施定点

收集、定点倾倒、定时清

运、集中处理。同时石堡

镇积极探索建立了农村生

活垃圾“论斤卖”机制，引

导农户将生活垃圾自行分

类，通过市场交易行为获

取相应价值的货币或实

物，有效解决了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难、收集难、群

众接受难”问题。

“治理”治出环境新面貌

“原来村子破破烂烂

的，出门都是土路。后来

村里进行了改造，硬化了

各条巷道，还装上了路灯，

现在村子越变越美了。”界

头庙镇刘家塬组村民李思

锋说道。

界头庙镇的喜人变化

是全县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的一个生动体现。截至目

前，全县共清理农村生活垃

圾数量1139.6吨，清理畜禽

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

物数量198.39吨，清理村内

沟渠315.2公里，清理村内

水塘94口，开展农村环境

卫生消杀174次，发动农民

群众投工投劳数量 9540

人，开展进村入户宣传教育

3530 场 ，投 入 整治资金

199.4万元。

近年来，黄龙县以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核心，

聚焦短板弱项，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人居环境

整治带来的效应正让黄

龙大地发生蝶变，全县百

姓的获得感、幸福感稳步

提升。

近日，随着最后一批登记成果上报自

然资源部，陕西省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

记工作已全面完成。

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相当于给

集体土地办理“身份证”，是依法维护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资源资产权益的基础。

完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对明晰土

地产权关系、推进土地市场建设、维护土地

权利人合法权益、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

作用。

据了解，按照自然资源部统一部署，今

年 3月起，陕西省全面开展集体土地所有

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和汇交工作。据统

计，陕西省106个县（市、区）累计汇交集体

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34.99万宗，更新

集体土地所有权 29.33 万宗（首次登记

26.85万宗、变更登记2.48万宗），明确划分

争议集体土地5.62万宗。

（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官网）

陕西省全面完成集体
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工作

12 月 12 日，陕西省民政厅召

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年来全省低

收入人口救助帮扶工作开展情况，

并提出做好下一步全省社会救助

工作的10项具体措施。

近年来，陕西省从加强政策供

给、提升保障水平、强化监测预警、

创新工作机制4个方面，全力做好

低收入人口救助帮扶工作，已建立

起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

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力

量参与为补充的多层次社会救助

制度体系。

做好下一步全省社会救助工

作的 10项具体措施包括：准确划

分救助圈层，实施分层分类救助帮

扶；以提高标准纳入一批、主动发

现救助一批、入户走访摸排一批、

部门数据比对一批、集体研究解决

一批的“五个一批”为抓手，强化社

会救助扩围增效；借助“大数据+铁

脚板”，打造“温秦助”社会救助品

牌；打破户籍限制，提升救助效能；

设立“救急难”基金，提升救助水

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成

果，兜牢防止返贫底线；立足找得

出、救得准、救得及时，拓展低收入

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确保早发

现、早救助、早帮扶；深化改革创

新，以“小切口”推动社会救助提质

增效；做强困难群众急难问题快速

响应服务队，打通政策落实“最后

一米”；聚焦提质达标，开展社会救

助规范化创建活动。

（据《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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